
扁担和板凳课后反思 朱德的扁担教学反思
(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扁担和板凳课后反思篇一

《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讲的是为了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粉
粹敌人围攻，朱德同志和红军战士一起挑粮的生动故事，表
现了革命领袖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高贵品质，同
时表现出广大战士对朱德同志的敬爱之情。

从课文的第二自然段的“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这句话写出了战士们争相挑粮的高涨热情。“可是”承接从
井冈山到茅坪去挑粮路程长路难走的困难，是说虽然种种困
难，但是战士们都争着去挑。“争”字表现了战士们不畏困
难不怕吃苦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

课文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心理，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革命队伍中
官兵互敬互爱同甘共苦的感人场面。课文以“朱德的扁担”
为题，以小见大，于细微处见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革命
伟人的鲜活形象。课文最后三句提到“扁担”，与题目呼应，
既点明了课题，又深化了内涵。

由于孩子对朱德知之甚少，因而在教学本课时，我主要引导
他们抓住事物之间的联系来感悟文章内容。课文第一自然段
我介绍了一些补充材料，让学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并通过
“红军在山上，山下不远处就是敌人。”中的“不远处”来
体会当时环境的危险。第二自然段中介绍挑粮的原因是我训
练学生说话的重点。让学生用“因为……所以……”来了解



储备粮食的原因和挑粮的原因，并通过反问“去挑粮容易
吗？”让学生理解“山高路陡”等词语的意思，联系前面的
文字感悟挑粮的艰辛，为后面学生感悟朱德和战士们同甘共
苦埋下伏笔。

第三自然段是重点，“一道”、“一块儿”两个词语其实很
能体现朱德吃苦耐劳的优良革命品质。可以主要抓住了想象
练习，让大家想想：战士们会怎样劝朱德？战士们为什么要
藏扁担？藏好了心里会怎么想？朱德发现扁担没有了会想些
什么？他为什么不去找而是“连夜又赶做一根扁担？”在想
象中加深他们对朱德与大家同甘共苦的精神。

扁担和板凳课后反思篇二

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来说，要感悟朱德同志的高贵品质，难度
似乎大了一点。因此，我在课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介绍
朱德这个人物以及他在课文中所处的环境，在此基础上再接
着讲读重点段落（第三段）。

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我们
教师在课堂上为其逐步培养的。课文第一自然段我介绍了一
些补充材料，让学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并通过“红军在
山上，山下不远处就是敌人。”中的“不远处”来体会当时
环境的危险。

第二自然段中介绍区挑粮的原因是我训练学生说话的重点。
让学生用“因为……所以……”来了解储备粮食的原因和挑
粮的原因，并通过反问“去挑粮容易吗？”让学生理解“山
高路陡”等词语的.意思，联系前面的文字感悟挑粮的艰辛，
为后面学生感悟朱德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埋下伏笔。第三自然
段是重点，“一道”、“一块儿”两个词语其实很能体现朱
德吃苦耐劳的优良革命品质。



扁担和板凳课后反思篇三

1、认读13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大致了解课文讲了什么故事，为什么扁担先藏而后又不藏。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能正确书写13个生字。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通过学习课文了解课文讲了什么故事，为什么扁担先藏而后
又不藏。

认读13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了解战士们为什么藏起扁担后又不藏扁担了?

生字卡片。

两课时。

初读课文，学习生字新词。

掌握生字新词。

正确书写生字。

1、出示教学挂图。

(1)了解什么是扁担，扁担的用途，担东西的工具。

(2)了解朱德的生平。



2、师：就是这么一位伟大的将军，他面对缺粮的困难，是怎
样身先士卒，

与士兵同甘共苦的?

3、同桌互读。

4、开火车读。

5、朗读全文，要求读通读顺。

1、指名分段读课文。

2、指名复述课文的内容。

3、了解课文词语的.意思。

1、出示生字卡片。

2、组词。

3、识记生字。

4、师范写，生书写。

5、讲评。

1、朗读课文。

2、抄写生字各一行。

学习课文。

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了解战士们为什么藏起扁担后又不藏扁担了?

1、听写词语。

2、集体订正。

1、学习第一段。

(1)自由读课文，这一段共有几句话?讲了什么?

(2)指名回答。

(3)全班齐读。

2、学习第二段。

(1)自由读课文。你读后会浮现什么情景?请仔细观察文中插
图，你感受到了什么?

(2)指名回答，师生评议。

(3)指导朗读，注意读出艰难，辛苦的心情。

3、学习第三段。

(1)自由读第1、2句，边读边感悟。

(2)齐读。

(3)自由读第3、4、5句话，边读边悟。

(4)说说为什么起先要藏起朱德的扁担，后来又不藏了?

(5)指导朗读。



(6)全班齐读。

1、学了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2、教育学生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

1、书写生字。

2、朗读课文。

山上

8.朱德的扁担会师挑粮藏敬重

山下不藏

在开课设计时，我以扁担挑箩筐的形式出示课文内容，形式
的简单转换传递的是新奇，换来的是学生高涨的参与热情。
整堂课没有了学习历史人物的枯燥乏味，而是学生们都充满
了好奇心，一步一步地进入课文的中心内容。教学时，我先
从整体入手，通过初读感知文意，通过在读感知人物特点;然
后从细节入手，通过课文的重点词句品析，让学生逐步走进
人物内心，感受人格魅力。

扁担和板凳课后反思篇四

或高昂或深沉的.情绪中对人生有所顿悟。

《朱德的扁担》一课，我就充分注意去挖掘文本价值，激活
学生的独特体验。如：第二自然段中第三句话，“从井冈山
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这句话
可以看出路程之遥远，其挑粮之艰难。可是，我们这些孩子
根本无法体会到这一点，就算我讲解了很艰难，学生在学习
下一自然段时，就无法感受朱德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的感情



了！因此在教学时，我先问学生：“你知道五六十里到底有
多远吗？”学生根本没这个概念！因此，我举出身边的列子，
有吉首到乾州来回那么远，学生马上说：“哇！那么远啊！
我们坐车还要好长时间呢！”我又问：“那你们走过这么远
的路了吗？”生：没有，这么远，我们走得话，到那儿的话
可能要天黑了。我接着说：“那战士们要挑着粮食来走这么
远的路，而且山高路陡，那是什么感受呢？”学生马上回答：
“累呗！”听到这样的话语，我突然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没
吃过苦，干脆让这些小皇帝们来试试！于是，我提议来个亲
身体验，我要请一个学生来表演。学生们十分踊跃的就举了
手，我挑了个身材挺健壮的吴长松，给他身上背上两个书包，
谁知他对大家说一点也不重，那这样，我又给他加了个书包。
于是他开始围着教室奔走，我要求走20圈。大家很开心的看
着，他也很高兴的快走，前几圈都挺顺利的，刚到9圈，他速
度就明显的放慢了，我说：“运粮可不能耽搁，山上的战士
们还等着呢？”于是吴长松又开始加快速度，到13圈，突然
摔倒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叫他起来，他继续背着书包走，
终于走完了20圈。这时，我问大家：“你们看我们的同学背
着书包在教室里走了20圈，现在你们来观察一下”大家发言
可积极了，有的说：“他的呼吸都不稳了”“他头上出汗
了”我叫一名同学摸摸吴长松的背，那个同学说：“背上都
湿了，还很热”，我请表演的吴长松说感受，他说：“我觉
得真累，手都酸了，脚都疼了！”

这时，我对同学们说：“同学们，你们觉得吴长松背得很轻
松吗？战士们肩上的粮食更多，走的路更远，遇到的困难更
多，你能想到他们会遇到什么困难吗？”马上，有学生就说：
“他们走的山路会很高，路会很窄，要是下雨的话，就更滑，
更危险了。”吴长松很积极的举手，他说：“他们走那么远，
草鞋会磨破，脚会打起泡的！”还有学生说：“路上有许多
送动的石头，会绊脚的，一不小心就会摔交的”我连忙
说：“你们说得真是太好了，老师都仿佛看到了他们在这样
的路上艰难的走着。”



学生通过亲身体验，通过教师对文本的挖掘，激活了他们对
文本的独特感受，也让这代的小皇帝们体验到战士们那辛苦
的路程。这段虽不是重点段，但从这里所让学生理解的感受
是很难得的。所以，一篇课文，老师要善于挖掘文本价值，
激活学生独特的体验，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碰撞
出智慧的火花，提高教学的效果。

扁担和板凳课后反思篇五

在教《朱德的扁担》这一课时，正好是二站的樊老师来听课
的时候，虽然事先经过了准备，但还是有喜有忧。

喜一、这一课，我也从题目入手：这是一根怎样的扁担？朱
德拿这根扁担干什么？朱德为什么在扁担上刻了“朱德的扁
担，不许乱拿”八个字？”

层层递进，把难点一步步的剥离，突破。。

喜二、在解决教学难点的过程中，始终从重点内容入手，一
开始从课文中的遣词中明白了挑粮的艰难，需要的是年轻力
壮的战士才能胜任。朱德年纪大了，工作繁忙可是依然坚持
要去，从而体味革命领袖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高尚
品质，培养敬爱革命领袖的`思想感情。

忧一、基础。在指导会写的字“扁担”时，仅仅是借助课件
读写说，而没有示范写。主要是我写字太慢，怕耽误太多的
时间。

忧二、组织。课堂纪律不是很好，尤其是在讲读第二自然段
时，由于时间过长（本节课上了50分钟）需要老师不时地用
眼色来维持课堂纪律，这就要求平时严格要求学生学会倾听。


